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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对手技战术特征，并提出针对性强的交手对策在拳击运动中尤为重要，运用文

献资料调研和录像解析等方法，对我国拳击＋９１ｋｇ级伦敦奥运会主要对手的技战术特征

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卡马雷莱技术特征表现为，进攻中移动较少，善于在中距离范围内使

用直摆组合拳攻击对手，能较好控制对手的进攻节奏，不为对手的进攻节奏波动而起伏；防

守主要以闪躲技术为主，以步法防守、格挡防守和贴靠防守为辅，防守抱架严密，预判能力和

防守意识强，能较好地把握防守时机，反击次数较少，一旦获得反击时机，多以快速反击摆拳

为手段。卡马雷莱战术整体特征表现为，第一回合主动进攻，第三回合保点，辅以相应技战

术；偶尔也会在第一回合防守为主，但往往是击倒对手前的蓄势。与卡马雷莱交手应采取平

稳开局，耗其体力，蓄势待发，寻找破绽为主，在后两局中与之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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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随着我国拳击项目在北京奥运会上实现金牌零的突

破，拳击运动在我国得到迅猛发展，竞技水平不断提高，一

些级别具备了争夺奥运金牌的实力。２０１１年是备战伦敦

奥运会的关键年，中国拳击队若想在伦敦奥运会上续写辉

煌，就必须勇于创新，紧紧把握世界拳击运动发展的脉络，

及时、准确掌握世界优秀拳击运动员的技战术打法，做到

知己知彼。在拳击项目的１０个奥运级别中，我国＋９１ｋｇ

级为优势项目，是伦敦奥运会拳击项目的夺金点，对这一

级别主要对手的技战术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具有紧迫性和

现实意义。本研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世界优秀＋９１

ｋｇ级拳击运动员罗伯托·卡马雷莱的重要比赛录像进行

数据采集与分析，以探讨其技、战术打法特征及薄弱环节，

为我国优秀拳击运动员的训练与竞赛提供直接指导，也为

备战世界级大赛做好充分准备。

２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以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拳击比赛＋９１ｋｇ级冠军意大

利运动员罗伯托·卡马雷莱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所参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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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场国际性拳击比赛的实况录像为研究对象（表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０１３；　修订日期：２０１２０１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体育总局２０１２伦敦奥运会科技攻关项目

（２０１１Ａ０３５），（２０１１Ａ０３８）。

作者简介：王德新（１９６９），男，山东巨野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

方向为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一般理论与方法、现代拳击

项目发展规律和国内外优秀运动员技战术特征及对策，

Ｔｅｌ：（０２１）５１２５３２０８，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ｄｅｘｉｎｇ＠ｓｕｓ．ｅｄｕ．ｃｎ。

作者单位：１．上海体育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８；２．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３．上海商学院 体育部，上海２０１４００；４．武汉体

育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１．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３８，Ｃｈｉ

ｎａ；２．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ｐｏｒ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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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４００，Ｃｈｉｎａ；４．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Ｓｐｏｒｔ，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表１　罗伯托·卡马雷莱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期间重要比赛录像信息一览表

　　　比赛名称 时间 地点 阶段 比赛对手　　　　　 取胜方式 比分

２０１１年欧洲男子拳击锦标赛 ６月１７～２４日 土耳其安卡拉 Ｆ ＭａｇｏｍｅｄＯＭＡＲＯＶ（ＲＵＳ） ＰＴＳ １４∶２０

Ｓ ＭｉｈａｉＮｉｓｔｏｒ（ＲＯＵ） ＲＥＴ １５∶３

Ｑ ＩｓｔｖａｎＢＥＲＮＡＴＨ（ＨＵＮ） ＰＴＳ １８∶６

Ｒ１６ ＴｏｎｙＶｉｃｔｏｒＪａｍｅｓＹＯＫＡ（ＦＲＡ） ＰＴＳ ２２∶９

Ｐ ＶｉｋｔａｒＺＵＹＥＵ（ＢＬＲ） ＰＴＳ １０∶６

２０１０年欧洲男子拳击锦标赛 ６月４～１３日 俄罗斯莫斯科 Ｑ ＳｅｒｇｅｙＫＵＺＭＩＮ（ＲＵＳ） ＰＴＳ ３∶６

Ｒ１６ ＭａｒｃｉｎＰＥＫＯＷＳＫＩＪＥＲＺＹＫ（ＰＯＬ） ＰＴＳ １２∶２

２００９年世界男子拳击锦标赛 ９月４～１２日 意大利米兰 Ｆ ＲｏｍａｎＫＰＡＴＯＮＥＮＫＯ（ＵＫＲ） ＰＴＳ １０∶５

Ｓ ＶｉｋｔａｒＺＵＹＥＵ（ＢＬＲ） ＲＥＴ １∶０

Ｑ ｋｕｂｒａｔＰＵＬＥＶ（ＢＵＬ） ＰＴＳ １２∶６

Ｒ１６ ＲＯＫＵＲＢＡＮＣ（ＳＬＯ） ＰＴＳ １４∶０

Ｐ 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ＵＮＴＥＲ（ＵＳＡ） ＰＴＳ ８∶１

注：Ｆ—决赛 、Ｓ—半决赛、Ｑ—１／４赛 、Ｒ１６—１／８赛；ＰＴＳ—以点数取胜方式、ＲＥＴ—以对方弃权获胜方式、ＲＳＣ—以裁判员终止比赛方式。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文献资料调研

文献检索范围：以“拳击技战术”为关键词检索中国期

刊网近３０年相关文献６４篇，参考与引用７篇；利用Ｇｏｏｇｌｅ

搜索引擎检索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所有中文文献，检索到２６７０００项，引

用３项；收集国际业余拳击协会官方网站ａｉｂａ．ｃｏｍ／ｏｒ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ＰｏｗｅｒＱｕｅｓｔ、ＳｐｏｒｔｓＤｉｓｃｕｓ等大量国外相关

资料，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２．２．２　访谈法

针对现代奥林匹克拳击运动制胜规律、制胜因素、技

战术体系分类、不同风格类型运动员的技战术运用特征，

以及新评分系统实施下运动员的得失点规律等相关问题

制定访谈提纲，面访了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

中心领导、国家拳击队现任资深教练员、相关科研人员及

国内有关专家学者和专家。

２．２．３　比赛视频拍摄

２．２．３．１　使用的仪器

索尼 ＨＤＲＳＲ８Ｅ１００ＧＢ 硬 盘 摄 像 机 和 松 下 ＮＶ

Ｊ２７ＭＣ盒式摄像机两台，根据拳击运动员出拳速度特征，

拍摄频率定为１００Ｈｚ；笔记本电脑一台，视频传导线２根

及电源连接线；２个三脚架。

２．２．３．２　拍摄前的准备

摄像机机位的选择：根据世界业余拳击联合会竞赛规

则要求，世界拳击锦标赛及各大洲锦标赛比赛期间同时使

用两个拳击台进行比赛的规定，２台拍摄录像机位应选择

在两个拳台的中间位置即拳击比赛技术代表后面，两台摄

像的主光轴与运动方向均成４５°夹角。

拍摄角度及区域：根据每次比赛场地大小、观众席的

布局及大会组委会关于媒体区域的设置等情况而定。拍

摄角度一般以俯视３０°为最佳，视角大部分区域应超过拳

台四根围绳上方，摄像机的高度及拍摄距离可根据拍摄效

果随时调节，使两台摄像机的光圈、图像亮度、焦距等设定

尽量一致，并保持整个拍摄过程固定不变；拍摄区域要求

覆盖整个拳台的四根立柱，避免采用拍摄新闻方式的特写

画面出现，使拍摄图像达到最佳效果。如图１所示拳击比

赛录像拍摄位置图。

图１　欧洲拳击锦标赛爱尔兰科研教练拍摄比赛录像位置图

２．２．３．３　拍摄时的具体工作

首先，根据每单元比赛次序表在采集系统中输入要拍

摄比赛运动员的姓名、单位、级别和比赛场次；第二步，等

待比赛宣告员介绍台上裁判员时开始拍摄，然后把镜头依

次转向红角运动员和蓝角运动员身上，记录运动员面貌特

征后，依据台上裁判员的手势，进入正常拍摄程序；第三

步，当比赛回合结束时，把镜头转向比分宣告视频，记录每

回合双方运动员的比分结果后暂停拍摄，当计时员发出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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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退场信号后，进行下一回合的正常拍摄，以此类推直到

比赛结束。在整个拍摄过程中要严防人为误差造成摄像

机和框架的震动，而且始终保持电源充足。图２、图３为拍

摄过程中记录的比赛回合及最后比分宣告截图。

２．２．４　视频采集与解析

采用上海体育学院和同济大学体育工程联合开发基

地的“拳击技战术数据采集与智能分析软件系统Ｖ２．０”对

比赛运动员的每一项技战术指标进行视频量化处理。在

采集过程中使用拳击比赛指标体系模型参数，依据国际业

余拳击联合会竞赛规则和现代奥林匹克拳击技战术特征

分析原理，使用拳击技战术采集系统软件对每一个交手单

位进行保存和处理，为了避免信息的遗漏和不准确情况的

发生，所有的比赛录像解析过程都是由三人组成分析小组

完成，且每一个视频信息都是经过重复观看或慢放镜头观

察才得以确定。本课题研究视频采集使用的录像资料来

自：１）２００９年米兰世界拳击锦标赛卡马雷莱取得冠军的５

场比赛录像；２）２０１０年第３８届欧洲拳击锦标赛卡马雷莱

的２场比赛录像；３）２０１１年第３９届欧洲拳击锦标赛卡马

雷莱的５场比赛录像。３次大赛中卡马雷莱总计比赛１２

场，其中１０场获胜，２场失败，共交手３３回合，获得１３９点，

失点６４点（表２）。

图２　比赛第一回合结束比分截图

图３　比赛结束比分截图

表２　罗伯托·卡马雷莱比赛信息采集基本数据一览表

比赛
场次

获胜
场次

失败
场次

回合
进攻交
手单位

防守交
手单位

反击交
手单位

得　点 失　点

进攻
得点

反击
得点

进攻
失点

防守
失点

反击
失点

罗伯托·卡马雷莱 １２ １０ ２ ３３ １９０ ８０ ４８ １０９ ３０ ３８ ２２ ４

２．２．４．１　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

鉴于拳击比赛的复杂性和奥运攻关服务的目的性，选

取指标应能有效反映拳击运动的技战术特征；必须具有可

操作性；必须经国内著名专家认可。在技战术分析指标体

系的构建中要遵循下列原则：１）技战术指标的唯一性，即

同一个技术或战术不能同时用一个指标中的两项内容来

描述。２）技战术指标的完整性，即拳击比赛中所有出现的

技战术行为都要考虑到，并能够归类到某个指标体系中。

３）技战术指标的可操作性，即拳击比赛中所有技战术行为

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实际的比赛观察中可进行操作。

４）技战术指标的有效性，即各项指标能反映运动员的技战

术特征。

２．２．４．２　拳击比赛观察单位

为了能够完整和准确的记录拳击比赛的过程，拳击比

赛的技战术数据录入以运动员的一次交手作为拳击比赛

的观察单位（从一方或双方运动员发起进攻到双方没有进

攻动作或反击意识时），以便能够采集到拳击比赛技战术

底层的数据。

２．２．４．３　指标的选取

选取的指标包括比赛信息、运动员信息和技战术数据

信息三类指标，其中比赛信息包括：比赛编号、比赛的名

称、时间、地点、性质等信息；运动员信息包括编号、姓名、

性别、出生年月、参赛级别、参赛单位、训练年限、架势、最

好成绩等信息；技战术数据包括运动员的进攻技术指标、

防守技术指标、反击技术指标、移动技术指标、移动区域信

息、攻防时机信息、攻防距离信息和战术运用信息。

２．２．４　数理统计法

运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录像观察所得数据进行

统计处理，并结合体育学与统计学等理论对数据结果进行

分析。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罗伯托·卡马雷莱技术特征分析

３．１．１　进攻技术分析

３．１．１．１　进攻拳法与效果分析

从动作结构上可将拳击的拳法分为直拳、摆拳和勾拳

三种拳法；从动作功能上可以分为单拳、组合拳、轻拳、重

拳和反击拳五种拳法；从动作顺序排列又可以分为前手拳

和后手拳两大类，前手拳又包括前手直拳、前手摆拳和前

手勾拳，后手拳同样包括后手直拳、后手摆拳和后手勾拳；

从动作组合角度上可以将三种拳法任意组合，形成一系列

组合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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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罗伯托·卡马雷莱进攻拳法与效果统计一览表

前手
直拳

后手
直拳

前手
摆拳

后手
摆拳

前手
勾拳

后手
勾拳

直摆
组合

直勾
组合

摆勾
组合

直拳
组合

摆拳
组合

勾拳
组合

多拳
组合

二次
进攻

使用次数 ４ ２０ ８ ７ ０ ２ ３６ ５ ４ ２６ １２ １ ３３ ３２

使用率（％） ２．１ １０．５ ４．２ ３．７ ０ １．１ １８．９ ２．６ ２．１ １３．７ ６．３ ０．５ １７．４ １６．８

得点数 ２ １５ ３ ３ ０ １ ２３ ３ ２ ９ ７ ０ ２１ ２０

成功率（％） ５０．０ ７５．０ ３７．５ ４２．８ ０．０ ５０．０ ６３．９ ６０．０ ５０．０ ３４．６ ５８．３ ０．０ ６３．６ ６２．５

失点数 １ ０ ３ １ ０ ０ ９ １ ２ ６ ２ ０ ６ ７

失点率（％） ２．６ ０．０ ７．９ ２．６ ０．０ ０．０ ２３．６ ２．６ ５．３ １５．８ ５．３ ０．０ １５．８ １８．４

　　表３显示，卡马雷莱比赛中使用组合拳进攻远远高于

单拳进攻，其中直摆组合和多拳组合技术是使用较多的组

合拳进攻技术，使用次数为３６次和３３次，共得４４点，约

占总得点数４０％，进攻效果较显著。而单拳进攻技术中

后手直拳使用效果最为理想，使用２０次，得１５点，成功率

高达７５％，且无失点。据录像观察分析可以得出，卡马雷

莱善于运用直摆组合拳及摆拳组合向对手发起进攻，在准

确把握进攻时机的情况下，击打准确、动作连贯、出拳力度

大，攻击能力强，并擅长多次使用前摆＋后直拳击倒对手，

给其他世界优秀运动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心理压力。在

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上，我国优秀运动员张志磊就是在决

赛的第三个回合中被卡马雷莱的直摆组合击倒，失去了争

夺冠军的机会。

３．１．１．２　进攻时机与效果分析

纵观不同层次的拳击比赛，我们可以明白这样一个道

理：低水平比能力，中水平比节奏，高水平比时机。运动员

能够在比赛中准确把握攻防时机，就能很好地控制对手，

占据场上主动，改变正常的对抗规律，也就是经常说的，

“慢可以打快，轻可以打重、短可以打长、矮可以打高”的道

理。

卡马雷莱在进攻时机上较多的选择当对手使用抱头

防守或将对手逼到围绳边角时，在此两种进攻时机的使用

次数分别为３５次和３２次，且得点数也较为显著，共得点

３７点。从成功率来看，在对手失去重心和自己准确预判

的情况下成功率较高，分别占８１．８％和７３．９％（表４）。

由此可知，卡马雷莱比赛中头脑清醒，预判能力强，能很好

把握进攻时机，一旦对手出现破绽，便会以重拳出击，出拳

准确性高，击打力量大，能较好地控制比赛节奏。

表４　罗伯托·卡马雷莱进攻时机与效果统计一览表

防守破绽 移动当中 失去重心 击打落空 进攻结束 围绳边角 受到重击 进攻起动 抱头防守 准确预判

使用次数 １７ ２５ １１ １４ ８ ３２ ６ １９ ３５ ２３

使用率（％） ８．９ １３．２ ５．８ ７．４ ４．２ １６．８ ３．２ １０．０ １８．４ １２．１

得点数 ９ １３ ９ ５ ４ １６ ４ １１ ２１ １７

成功率（％） ５２．９ ５２．０ ８１．８ ３５．７ ５０．０ ５０．０ ６６．７ ５７．９ ６０．０ ７３．９

３．１．１．３　进攻距离与效果分析

拳击的进攻距离是指一方运动员发起进攻到拳峰部

位击打到对手的距离，也是拳击教练员和运动员在训练和

比赛中常说的，打到对手而不被对手打到的距离，是由双方

运动员的攻防过程决定的。根据不同进攻拳法的运用，可将

进攻距离分为远距离、中距离、中近距离和近距离４种，谁能

在比赛场上控制好距离，谁就能控制场上的主动权。

表５　罗伯托·卡马雷莱进攻距离与效果统计一览表

远距离 中距离 中近距离 近距离

使用次数 ６３ ５９ ４２ ２６

使用率（％） ３３．２ ３１．１ ２２．１ １３．７

得点数 ３５ ４４ １９ １１

成功率（％） ５５．６ ７４．６ ４５．２ ４２．３

　　卡马雷莱较多选择在中距离和远距离向对手发起进

攻，这两种距离的使用率高达６４％；从得点数上看，中距

离进攻效果最为显著，虽使用次数不及远距离，但得点数

却最多，共得４４点，成功率高达７４．６％（表５）。由此可

知，中距离是卡马雷莱的最佳进攻距离。通过观看录像也

发现，卡马雷莱比赛中善于运用单拳后手直拳及各项直拳

组合拳进攻，技术动作结构简单、实用，同时也能很好的控

制与对手的进攻距离。

３．１．１．４　进攻区域与效果分析

拳击比赛的胜负判定主要是台下的５名评判员根据

场上双方运动员获得的得点拳多少来判定。竞赛规则明

确规定，评判员的每次判罚必须是在亲眼看到的情况下才

能决定是否给点，不能人为的主观判断。因此，运动员在

比赛中的进攻角度和区域的选定至关重要。

Ｉ代表的拳台中心部位，是卡马雷莱比赛中发起进攻最

多的区域，进攻次数１０１次，使用率高达４２．６％，且得点数

也最多，得６３点（表６）。由此可知，拳台中心部位是卡马雷

莱的最佳进攻区域。裁判员由于位置和角度的不同，在得点

拳的判断上往往存在着误差，卡马雷莱往往选择在拳台中心

区域向对手发起进攻，不仅可以让３、４号位的评判员清晰观

察到进攻击打的全部过程，而且，也给对面的１号位评判员

留下很好观察角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充分说明了卡马雷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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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赛过程中头脑清晰，并有丰富的参赛经验。

３．１．２　防守技术分析

３．１．２．１　防守技术与效果分析

拳击防守技术是指当对手进攻时，运动员以求抑制对方

进攻或最大限度地防止被对手击打到所使用的技术。２００９

年下半年，国际拳击联合会裁判委员会提高了对得点拳得点

的评判标准，给点尺度明显收紧，对力度要求更高。其明显

的标志是国际比赛中比分显著下降，由以前的１０多分、２０

分，变为现在的１０分以下，甚至有比分为１∶０的场次出现。

因此，合理、有效的进攻技术，以及严密的防守技术在比赛中

显得尤为关键。

通过录像分析发现，卡马雷莱比赛中主要以闪躲防守为

主，占４３．８％，以步法防守、格挡防守和贴靠防守为辅，防守

抱架严密，防守意识强（表７）。其运用闪躲防守并不仅仅为

了闪躲对手的进攻，同时也为自己的迎击和反击创造有利条

件，而步法防守、格挡防守和贴靠防守作为最基本的拳击防

守技术，能有效地减弱对手来拳的击打力度，阻挡与化解对

手强有力的进攻，从而达到破坏对手的进攻节奏和距离，迫

使对手出现破绽。

３．１．２．２　防守时机与效果分析

在拳击比赛中，防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攻。针

对对手发起的快速进攻，优秀运动员应能够洞察到对手进攻

的一些细节，具有超强的防守预判能力和防守时机把握能

力。对防守时机的准确把握能力是评价当今优秀拳击运动

员防守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卡马雷莱在各种防守时机的使用上较为均衡，蹬转发力

和准确预判时防守使用次数较多，分别为２０次和１６次，防

守效果较为显著，成功率分别为８０％和７５％；二次进攻时防

守的成功率最高，约占８６％（表８）。据观察，卡马雷莱能较

好地在攻防转换过程中，很好地把握防守时机，合理使用防

守技术。在不利于自己进攻或防守的情况下，能较好地运用

身体、步法移动和假动作来破坏对手的进攻节奏，创造出防

守的时机。从防守时机运用方面看，卡马雷莱属于善于创造

时机的优秀运动员典型。

表６　罗伯托·卡马雷莱进攻区域与效果统计一览表

角Ａ 角Ｂ 角Ｃ 角Ｄ 边Ｅ 边Ｆ 边Ｇ 边Ｈ 中心Ｉ

使用次数 ６ ９ ３ １４ １７ ２３ ２０ １８ １０１

使用率（％） ３．２ ４．７ １．６ ６．８ ８．９ １２．１ １０．５ ９．５ ４２．６

得点数 ２ ３ ２ ５ ５ １１ １１ ７ ６３

成功率（％） ３３．３ ３３．３ ６６．７ ３８．５ ２９．４ ４７．８ ５５．０ ３８．９ ７７．８

失点数 ０ １ ０ ２ ３ ４ ３ ５ ２０

失点率（％） ０ ２．６ ０ ５．３ ７．９ １０．５ ７．９ １３．２ ５２．６

注：Ａ—代表红角运动员回合休息角；Ｂ—代表蓝角运动员回合休息角；Ｃ—代表靠近仲裁席的中立角 ；Ｄ—代表远离仲裁席的中立角；

Ｅ—代表靠近１号评判席的边；Ｆ—代表靠近２号评判席的边；Ｇ—代表靠近３、４号评判席的边；Ｈ—代表靠近５号评判席的边；Ｉ—代

表拳击台的中心部位。

表７　罗伯托·卡马雷莱防守技术与效果统计一览表

格档防守 闪躲防守 摇臂防守 拍击防守 步法防守 贴靠防守 抱头防守 其他防守

使用次数 １０ ３５ １ ２ １７ １０ ４ １

使用率（％） １２．５ ４３．８ １．３ ２．５ ２１．３ １２．５ ５．０ １．３

成功次数 ７ ２７ １ ２ １１ ６ ４ １

成功率（％） ７０．０ ７７．１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６４．７ 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失点数 ３ ９ ０ ０ ６ ４ ０ ０

失点率（％） １３．６ ４０．９ ０．０ ０．０ ２７．３ １８．１ ０．０ ０．０

表８　罗伯托·卡马雷莱防守时机与效果统计一览表

假动作后 蹬转发力 冲刺步进攻 二次进攻 连续进攻 准确预判

使用次数 １０ ２０ １１ １４ ９ １６

使用率（％） １２．５ ２５．０ １３．８ １７．５ １１．３ ２０．０

成功次数 ７ １６ ８ １２ ７ １２

成功率（％） ７０．０ ８０．０ ７２．７ ８５．７ ７７．８ ７５．０

失点数 ３ ４ ３ ２ ２ ４

失点率（％） １３．６ １８．１ １３．６ １４．３ ９．１ １８．１

３．１．２．３　防守距离与效果分析

不同打法风格的拳击运动员在把握防守距离方面有

很大区别，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不给对手进攻得点的机

会，同时，防守距离的合理程度也直接影响反击技术的运

用。远距离打法型运动员善于在远距离或中距离进行防

守，卡马雷莱属于重拳进攻型打法运动员，直摆组合及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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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组合是主要进攻拳法，他在中距离的区域防守运用较

多，也为反击创造了机会。

表９　罗伯托·卡马雷莱防守距离与效果统计一览表

远距离 中距离 中近距离 近距离

使用次数 １９ ４３ １１ ７

使用率（％） ２３．８ ５３．８ １３．８ ８．８

成功次数 １６ ２８ ９ ５

成功率（％） ８４．２ ６５．１ ８１．８ ７１．４

失点数 ３ １５ ２ ２

失点率（％） １３．６ ６８．２ ９．１ ９．１

　　中距离是卡马雷莱比赛中优先选择的防守距离，防守

次数４３次，使用率占５３．８％，但在此距离的防守效果却

不理想，失点率最高，占６８．２％（表９）。由此可以看出，卡

马雷莱的远距离防守虽不如中距离次数多，但成功率却相

对较高，成功率分别占８４．２％，防守效果较显著，这与其

擅长使用的防守技术有直接联系。

３．１．２．４　防守区域与效果分析

卡马雷莱在防守区域的选择上较为分散，各个区域防

守使用较为均衡，防守效果也均较好。相对而言，在拳台

中心区域防守使用次数相对较多，为２６次，使用率为

３２．５％，成功防守次数达到１７次，同样，失点数也最多，达

到９次（表１０）。据观察分析录像资料，在能控制对手的比

赛过程中，拳台中心区域是卡马雷莱首选的防守区域，这

充分显示了他主动进攻的能力。如果是以反击打法为主

的比赛，防守区域极不规则，从２０１１年欧洲拳击锦标赛与

俄罗斯运动员的决赛中可以看出，卡马雷莱采用的是反击

打法，以围绳边角区域防守为主。

３．１．３　反击技术分析

３．１．３．１　反击技术与效果

反击打法类型一直是世界拳坛公认的智慧型打法类

型，深受广大教练员和运动员的青睐，因为该类运动员得

点技术运用巧妙、灵活，反击时机把握能力强，反击得点成

功率高于进攻打法型运动员，攻防转换节奏快，增强了比

赛的观赏性。

表１０　罗伯托·卡马雷莱防守区域与效果统计一览表

角Ａ 角Ｂ 角Ｃ 角Ｄ 边Ｅ 边Ｆ 边Ｇ 边Ｈ 中心Ｉ
使用次数 ３ ７ ７ ８ ５ ９ ６ ９ ２６

使用率（％） ３．８ ８．８ ８．８ １０．０ ６．３ １１．３ ７．５ １１．３ ３２．５

成功次数 ３ ５ ６ ７ ５ ７ ６ ６ １７

成功率（％） １００．０ ７１．４ ８５．７ ８７．５ １００．０ ７７．８ １００．０ ６６．７ ６５．４

失点数 ０ ２ １ １ ０ ２ ０ ３ ９

失点率（％） ０．０ ９．１ ４．５ ４．５ ０．０ ９．１ ０．０ １３．６ ４０．９

表１１　罗伯托·卡马雷莱反击技术与效果统计一览表

反击直拳 反击摆拳 反击勾拳 反击两拳 反击三拳 反击多拳

使用次数 ５ １８ ２ ９ ５ ９

使用率（％） １０．４ ３７．５ ４．２ １８．８ １０．４ １８．８

得点数 ３ １３ １ ５ ２ ６

成功率（％） ６０．０ ７２．２ ５０．０ ５５．６ ４０．０ ６６．７

失点数 ０ ２ ０ １ ０ １

失点率（％） ０．０ ５０．０ ０．０ ２５．０ ０．０ ２５．０

　　卡马雷莱比赛中反击技术的运用虽较进攻和防守技

术少，但多以快速反击打法为手段，反击速度快，力量大，

也使得他在４８个反击交手单位中得３０点，反击击打效果

显著，其中利用摆拳反击次数最多，使用率占３７．５％，共

得点１３点，约占反击总得点数的４３％（表１１）。由此可

知，摆拳反击是卡马雷莱主要反击得点拳法。从分析卡马

雷莱与１１名运动员的比赛录像发现，在与同架式对手比

赛（卡马雷莱为左架式运动员），卡马雷莱多采用反击打

法，得点技术主要以反击单拳和摆拳组合为主，以主动进

攻为辅；在与右架式对手比赛时，多采用以主动进攻方式

为主，以反击为辅的打法，充分说明卡马雷莱对不同打法

类型运动员均有自己的固定套路。

３．１．３．２　反击时机与效果

反击时机的把握难度远远大于对进攻时机的把握，反

击技术的运用是在防守技术后的进攻，属于二次启动使用

技术。世界优秀反击型打法运动员能够创造反击的时机，

高水平进攻型打法运动员能够捕获反击时机，而低水平运

动员只能在比赛中等待时机。

卡马雷莱善于抓住各种时机反击，在各项反击时机的

使用上也较为均衡。由于卡马雷莱属于重拳打法型运动

员，比赛中若发现反击时机，特别是在围绳边角或者对手

出现防守破绽时，便以重拳击打对手，反击速度快，击打准

确，反击击打效果显著（表１２）。

３．１．３．３　反击距离与效果

步法移动和身体的移动是控制反击距离的重要因素。

远距离打法型运动员的快进快出能控制在远距离情况下

的反击，组合拳和重拳型打法运动员善于在中距离反击。

攻与防在拳击比赛中永远是把双刃剑，所以，对攻更容易

在中距离上产生，中距离上进攻与反击超高的难度系数最

容易使对攻变得精彩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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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罗伯托·卡马雷莱反击时机与效果统计一览表

防守破绽 移动当中 失去重心 击打落空 进攻结束 围绳边角 受到重击 进攻起动 抱头防守 对攻过程

使用次数 ４ ６ ２ ５ ９ ５ ２ ６ ９ ０

使用率（％） ８．３ １２．５ ４．２ １０．４ １８．８ １０．４ ４．２ １２．５ １８．８ ０．０

得点数 ３ ４ １ ３ ６ ４ １ ３ ５ ０

成功率（％） ７５．０ ６６．７ ５０．０ ６０．０ ６６．７ ８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５．６ ０．０

　　中距离是卡马雷莱比赛中较多选择的反击距离，反击

次数为２０次，使用率为４１．７％，领先于其他３种情况。从

得点数和成功率上看，在中距离反击的效果也最佳，得点

１６点，成功率高达８０％（表１３）。由此可知，中距离是卡

马雷莱的最佳反击距离，这与其擅长使用的技战术打法特

征有直接联系。

３．１．３．４　反击区域与效果分析

卡马雷莱的反击区域趋于均衡状态。相对来说，在拳

台中心Ｉ区的反击次数相对较高，为１２次，且得点数也最

多，得９点（表１４）。由此可以看出，拳台中心区域仍然是

卡马雷莱首选的反击区域。

表１３　罗伯托·卡马雷莱反击距离与效果统计一览表

远距离 中距离 中近距离 近距离

使用次数 １１ ２０ ７ １０

使用率（％） ２２．９ ４１．７ １４．６ ２０．８

得点数 ６ １６ ４ ４

成功率（％） ５４．５ ８０．０ ５７．１ ４０

表１４　罗伯托·卡马雷莱反击区域与效果统计一览表

角Ａ 角Ｂ 角Ｃ 角Ｄ 边Ｅ 边Ｆ 边Ｇ 边Ｈ 中心Ｉ

使用次数 ３ ４ ３ ８ ８ ５ ３ ２ １２

使用率（％） ６．３ ８．３ ６．３ １６．７ １６．７ １０．４ ６．３ ４．２ ２５．０

得点数 １ ２ ２ ４ ５ ４ ２ １ ９

成功率（％） ３３．３ ５０．０ ６６．７ ５０．０ ６２．５ ８０．０ ６６．７ ５０．０ ７５．０

３．２　罗伯托·卡马雷莱战术特征分析

３．２．１　进攻战术与效果分析

拳击进攻战术是拳击战术体系之一，是指对比赛进攻

意图实施的筹划、指导，是及时、合理地运用各种技术的原

则和方法。由于它是根据不同打法类型运动员、不同目

的、形势及比赛的不同阶段适时而定，因此，运用战术的方

法和手段，具有灵活多变的特征。

卡马雷莱比赛中较多使用直攻战术、先攻后防战术和

强攻战术，仅此３种进攻战术的使用率就高达６４．２％，且

进攻效果显著，共得７８点，约占进攻总得点数的７２％（表

１５）。由此可见，卡马雷莱在比赛中善于利用自己进攻技

术特长突破对手的防守，击打到对手，以便在攻防对抗中

占据主动，获得更多的得点拳，赢得比赛的胜利。

表１５　罗伯托·卡马雷莱进攻战术与效果统计一览表

假动作战术 紧逼战术 强攻战术 边角战术 直攻战术 打调结合战术 先攻后防战术

使用次数 ９ １８ ３７ ３１ ４８ １４ ４４

使用率（％） ４．５ ９．０ １８．４ １５．４ ２３．９ ７．０ ２１．９

得点数 ４ ５ ２３ １７ ２８ ５ ２７

成功率（％） ４４．４ ２７．８ ６２．２ ５４．８ ５８．３ ３５．７ ６１．４

３．２．２　防守战术与效果分析

防守战术，是指在拳击比赛中为了更有效地阻扰和防

御对手进攻而组织实施的战术。拳击进攻战术和防守战

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因为一种新型的进攻战术的出

现，必然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在研究其本质的同时，相应

的防守技术和战术也会随之诞生，而矛盾的激化程度与平

缓也直接导致了防守战术的发展与创新。防守战术在拳

击比赛中虽然不能直接得点，但它却能先诱敌深入，在且

战且退中，破坏对手进攻的节奏和距离，择机发起全面反

攻，有欲擒故纵之意。

在防守战术的使用上，卡马雷莱以贴靠防守为主，以

距离防守和先防后攻防守为辅，这反映了卡马雷莱比赛中

多以闪躲、手臂的格挡进行防守，以达到调整和破坏对手

进攻节奏的目的。从失点率上看，先防后攻战术的运用尚

存在欠缺，失点数相对较高，共失６点，失点率占５４．５％

（表１６）。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防守意识

的下降，出现抱架不严；另一方面，是由于全面攻击不见成

效时暴露出防守破绽，因而给对手以得点的机会。

３．２．３　反击战术与效果分析

拳击反击战术是后发制人的一种战术形式，在对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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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后，避其锋芒，再恰如其分的予以反击，以不变应万

变，起到事半功倍之效。反击战术实施过程中以主动进攻

为主，给对手以假象，来掩盖反击的战术意图。随着现代

业余拳击运动的发展，国际拳击规则对于得点拳的判定更

加严格，清晰、有力的击打对手的头部比击打其他有效区

域更加容易得点，因而比赛中运动员也将击打对手头部作

为进攻和反击的主要部位。

表１６　罗伯托·卡马雷莱防守战术与效果统计一览表

抱头防守战术 贴靠防守战术 距离防守战术 消极防守战术 保点防守战术 先防后攻战术

使用次数 ９ ２８ １６ ２ ３ １１

使用率（％） １３．０ ４０．６ ２３．２ ２．９ ４．３ １５．９

成功次数 ６ ２１ １０ ２ ３ ５

成功率（％） ６６．７ ７５．０ ６２．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５．５

失点数 ３ ７ ６ ０ ０ ６

失点率（％） ３３．３ ２５．０ ３７．５ ０．０ ０．０ ５４．５

表１７　罗伯托·卡马雷莱反击战术与效果统计一览表

反击单
拳击头

反击单
拳击腹

反击组合
拳击头

反击组合
拳击腹

反击组合
拳击头、击腹

反击组合
拳击腹、击头

直接反
击击头

直接反
击击腹

使用次数 １５ ５ １０ ５ ６ ４ ２ １

使用率（％） ３１．３ １０．４ ２０．８ １０．４ １２．５ ８．３ ４．２ ２．１

得点数 １１ ２ ７ ３ ３ ３ １ ０

成功率（％） ７３．３ ４０．０ ７０．０ ６０．０ ５０．０ ７５．０ ５０．０ ０．０

　　反击单拳击头战术和反击组合拳击头战术是卡马雷

莱比赛中较多选择使用的反击战术，击打对手头部是卡马

雷莱的首选部位。从得点数和成功率来看，此两种反击战

术的使用效果也较理想，其中反击单拳击头战术得１１点，

成功率为７３．３％，反击组合拳击头战术得７点，成功率占

７０％（表１７）。由此可见，反击单拳击头战术和反击组合

拳击头战术是卡马雷莱擅长使用的反击战术，这反映了卡

马雷莱具有较强的判断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具有过硬的心

理素质和自信心。

３．３　卡马雷莱各回合得失点特征及偶尔改变技战术情况

分析

３．３．１　得失点特征

卡马雷莱在所有１２场比赛得点特征表现为，第一回

合比分领先的场次占到１１场，获胜率到达８３．３％；第三

回合有４场比赛得点数最少（表１８）；据对现场和录像采集

过程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卡马雷莱的持续作战能力有所

不足，主要表现在出拳击打次数有所减少，移动速度明显与

前两回合降低；从战术运用上也可以发现，卡马雷莱最后一

回合的保点意识非常明确，多采用打贴战术，有意识地利用

规则来拖延比赛时间，把胜利成果保持到比赛结束。

表１８　罗伯托·卡马雷莱１２场比赛的第一回合比分与比赛胜负关系情况统计一览表

场次 　　　　　　　与赛对手 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 第三回合 胜　负

１ 卡马雷莱ＶＳＭａｇｏｍｅｄＯＭＡＲＯＶ（ＲＵＳ） ３∶４ ６∶７ ５∶９ 负

２ 卡马雷莱ＶＳＭｉｈａｉＮｉｓｔｏｒ（ＲＯＵ） １５∶３ － － 胜

３ 卡马雷莱ＶＳＩｓｔｖａｎＢＥＲＮＡＴＨ（ＨＵＮ） ６∶２ ４∶３ ８∶１ 胜

４ 卡马雷莱ＶＳＴｏｎｙＶｉｃｔｏｒＪａｍｅｓＹＯＫＡ（ＦＲＡ） ５∶３ １１∶３ ６∶３ 胜

５ 卡马雷莱ＶＳＶｉｋｔａｒＺＵＹＥＵ（ＢＬＲ） ７∶５ ３∶１ － 胜

６ 卡马雷莱ＶＳＳｅｒｇｅｙＫＵＺＭＩＮ（ＲＵＳ） ２∶０ １∶２ ０∶４ 负

７ 卡马雷莱ＶＳＭａｒｃｉｎＰＥＫＯＷＳＫＩＪＥＲＺＹＫ（ＰＯＬ） ２∶０ ４∶１ ６∶１ 胜

８ 卡马雷莱ＶＳＲｏｍａｎＫＰＡＴＯＮＥＮＫＯ（ＵＫＲ） ４∶１ ２∶２ ４∶２ 胜

９ 卡马雷莱ＶＳＶｉｋｔａｒＺＵＹＥＵ（ＢＬＲ） １∶０ － － 胜

１０ 卡马雷莱ＶＳｋｕｂｒａｔＰＵＬＥＶ（ＢＵＬ） ６∶３ ５∶０ １∶０ 胜

１１ 卡马雷莱ＶＳＲＯＫＵＲＢＡＮＣ（ＳＬＯ） ５∶０ ３∶０ ６∶０ 胜

１２ 卡马雷莱ＶＳ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ＵＮＴＥＲ（ＵＳＡ） ４∶１ ２∶０ ２∶０ 胜

３．３．２　改变常用技战术情况分析

观察比赛录像发现，卡马雷莱偶尔也会改变自己在以

往比赛中形成的技战术规律，如第９场卡马雷莱与Ｖｉｋｔａｒ

ＺＵＹＥＵ（ＢＬＲ）的比赛中，第一回合不再积极主动进攻，被

白俄罗斯运动员以组合拳紧逼，节节后退，处于非常被动

的局面。其实这并不是他丧失斗志，而是在对手进攻时，

保存自己，并积极寻找对手破绽，最后终于找到机会，以一

击反击后手摆拳击倒对手，扭转了被动局面并取胜，这与

卡马雷莱以往比赛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主动进攻打法风

格有很大变数。

３．４　我国运动员与卡马雷莱交手对策

３．４．１　平稳开局，避其锋芒

卡马雷莱是一名进攻意识和能力强劲、比赛获胜激情

高涨，典型的重拳型打法的优秀运动员，他的最终胜利基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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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是在第一回合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实现。

对付卡马雷莱，应精心设计开局打法，合理安排各阶

段战略战术、严格控制开局攻防节奏，积极主动控制场上

局面，以不失点为目的，做到平稳过渡，为最终比赛获胜奠

定坚实基础。

３．４．２　扬长避短，誓死一搏

卡马雷莱是一名左架式运动员（左力运动员），针对不

同打法风格类型运动员的比赛打法特征各异。对右架式

运动员他往往采用积极主动向围绳边角区域围攻对手，直

拳摆拳组合及摆拳组合是主要的得点拳法，连续进攻能力

强，击打速度和力度明显高人一等；针对与自己同样格斗

姿势的运动员，往往以快速反击打法为手段，反击时机击

打准确，具有良好的反击意识。在与卡马雷莱对抗中，我

国运动员在进攻上，应充分发挥启动速度快、击打准确的

优势，在准确把握进攻时机基础上，以前摆拳或后手直拳

发起进攻，进攻后立即控制好距离，避免遭到对手直摆组

合拳的反击或迅速贴靠对手，破坏其反击距离。采用打吊

结合、打贴结合、真假结合的方式，加强内线进攻和反复进

攻能力，避免盲目出击，绝不与其对攻。

３．４．３　强者交手，智者胜

我国运动员应充分发挥自己善于捕获攻防时机的能

力，在比赛过程中，主要采用脚下移动卡位与距离控制的

策略，快速移动向两侧转出角度来击打，避免与对手在正

面、中距离作战；抢打远距离、转移出中距离、近距离连续

击打；须用直拳击打胸部、平勾打肩部的连击才能打中得

点，多用组合拳击打为主，这是取胜的关键。

３．４．４　有的放矢，针对训练

选调与卡马雷莱同类型运动员作为培练，以尽快使我

们的重点运动员适应他的技术打法类型，有针对性设计技

战术风格。在步法移动训练上多与小级别陪练运动员进

行步法攻防转换练习以及围攻和摆脱配对训练，提高其自

身移动能力；在距离控制训练上除加强步法移动控制与对

手距离外，要充分利用前手直拳点击和晃动来达到控制对

手冲步进攻和加大防守区域的目的；加强捕获进攻时机和

反击能力的训练，设计陪练队员在移动中、失去重心、进攻

结束瞬间、暴露破绽时等限制条件下的训练，以此来逐步

提高实战针对性；继续提高训练强度，提高无氧对抗能力，

采用强度手靶和车轮战的训练方法；提高心理素质，培养

竞技自信心。

４　结论

１．卡马雷莱技术特征表现为，进攻中移动较少，善于

中距离范围内使用直摆组合拳攻击对手，能较好控制对手

的进攻节奏，不为对手进攻节奏的波动而起伏；防守主要

以闪躲技术为主，以步法防守、格挡防守和贴靠防守为辅，

防守抱架严密，预判能力和防守意识强，能较好地把握防

守时机，反击次数较少，一旦获得反击时机，多以快速反击

摆拳为手段。

２．卡马雷莱战术整体特征表现为，第一回合主动进

攻，第三回合保点，辅以相应技战术；在第一回合，偶尔也

会采用以防守为主的战术，但往往是击倒对手前的蓄势。

３．与卡马雷莱交手应采取平稳开局，耗其体力，蓄势

待发，寻找破绽为主，在后两局中与之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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